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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化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污水处

理厂 70万方雨水收集池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技术咨询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和《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

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的要求，2024

年 3 月 15 日，建设单位云南祥云经开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从省水利厅水土

保持方案专家库、大理州水务局水土保持专家库中邀请3位专家（名单附后）

对《云南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优化提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污水处

理厂 70 万方雨水收集池治理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进行技术咨询，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编制单位为云南山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专家

组讨论后，形成意见如下： 

一、项目位于云南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财富工业园区内，行政

区划隶属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祥城镇，项目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0°36′8.49″，北纬 25°33′1.61″。 

项目区东南侧为祥姚公路连接线（工业大道），项目地块周边紧邻园区

内已建市政道路，且周边乡村道路路网发达，交通较为便利，已有道路能

够满足本项目对外运输要求，项目施工期间无需新建施工道路，项目地点

距离祥云县城约 12km。 

项目总用地面积约 6665.23m2（9.998 亩），对 70 万 m3 初期雨水收集回

用池治理，处理规模约 0.2 万 m3/d，包括本项目但不限于设计、土建、设备

采购及安装、运营（累计污水处理量 50 万 m3 内）。配套建设电力、消防设

施、给排水、道路、停车位、绿化工程等附属设施建设。总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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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80m2，建筑密度 30.23%，容积率 0.109，绿化率 31.20%。 

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600 万元，建设资金来源为争取

上级资金。本项目总工期 1.16 年（2023 年 11 月~2024 年 12 月）。 

拟建场地内和周边影响范围内现状条件下未发现明显的地面塌陷、滑

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项目区属浅切割溶蚀中山地貌，地形呈不规

则多边形。属北亚热带偏北高原季风气候区，常年平均气温 14.7℃，大于

10℃的积温 4347℃，年均降雨量 823.2mm，多为西南风，主导风向西南

风，年平均风速 3.4m/s。根据该地区多年气象水文资料分析，该地区 20 年

一遇 1 小时最大暴雨量为 41.75mm，6 小时最大暴雨量为 66.8mm，24 小时

最大暴雨量为 83.5mm；10 年一遇 1 小时最大暴雨量为 36.5mm，6 小时最大

暴雨量为 58.4mm，24 小时最大暴雨量为 73mm；5 年一遇 1 小时最大暴雨

量为 25.1mm，6 小时最大暴雨量为 50.2mm，24 小时最大暴雨量为

62.75mm。 

项目区属于长江流域。项目区内土壤以红壤为主，表土分布厚度约

10~15cm。项目区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项目区不涉及饮用水源保护

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

产、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项目不涉及占用生

态保护区和永久基本保护农田。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水土保持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

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成果》的通知”（办水保〔2013〕188 号）及《云

南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云南

省水利厅公告第 49 号）、“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务局关于划分水土流失重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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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2021 年 5 月 7 日）”，本项目所在地既不属于国

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也未涉及省、市级划分

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试行）（办水保〔2012〕512 号），项目

区属于全国水土保持区划中的西南岩溶区（云贵高原区）—滇北及川西南高

山峡谷区—滇东高原保土人居环境维护区。 

二、《报告表》编制规范，依据充分，内容全面，项目区介绍清楚，防

治措施总体布局合理，防治措施基本可行，实施进度安排合理，水土保持

方案基本满足设计水平年的要求。 

三、同意《报告表》设计采用的水土保持防治标准的取值，项目建设场

地位于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执行西南岩溶区一级标准，本项目设计水

平年防治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 97%，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

率 92%，表土保护率 95%，林草植被恢复率 96%，林草覆盖率 21%。 

四、基本同意主体工程水土保持分析评价结论。 

五、同意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0.67hm2。 

六、同意工程建设扰动原地貌、损坏土地面积为 0.67hm2，项目可能造

成水土流失面积为 0.67hm2；工程建设未损毁植被。 

七、基本同意项目在建设总计产生的土石方开挖量为 0.585 万 m3（含表

土），土石方回填量 0.585 万 m3（含表土），本项目土石方通过相互调运，

达到内部平衡，不产生永久弃方。 

八、基本同意项目在预测时段内水土流失总量 47.75t，可能新增的水土

流失量为 33.7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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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和分区布设、施工组织、进度安

排。主体工程设计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措施包括：1.工程措施：表土收集

750m3，雨水管网 375m，透水铺砖 70m2；2.植物措施：景观植被绿化

0.21hm2；3.临时措施：临时车辆清洗池 1座，三级沉沙池 1座。方案新增水

土保持措施为：临时排水沟 290m，临时苫盖 3400m2，临时拦挡 50m。 

十、水土保持投资概算的编制依据、方法、工程单价基本符合编制规

定。基本同意项目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124.09 万元，其中主体水土保持

投资 103.37 万元，方案新增水土保持投资 20.72 万元。 

水土保持总投资 124.09 万元中，工程措施 3.77 万元，植物措施 94.50

万元，临时措施 18.83万元，独立费用 5.70万元，基本预备费 0.82万元，水

土保持补偿费 0.47 万元（4666.20 元）。 

基本同意水土保持效益分析，经各项措施落实，满足水土保持防护要

求。 

十一、基本同意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组织管理措施。 

综上所述，报告表的内容和深度达到了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和要求，

基本同意通过技术咨询。对以下内容进行修改完善后尽快上报审批： 

1.明确补报方案的缘由。 

2、补充污水处理达标后的排放情况，是否能够接纳，如何进入排放区

域。 

3、补充完善平面布置图。 

4、提供项目永久占地合规性的相关依据。 

5、复核工程占地（明确雨水收集池与本项目如何连接、污水处理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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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排放与本项目的关系，并提供相应的支撑性材料）。 

6、说明项目处理污水如何进入污水处理厂内，输水管道是否已建。 

7、主体设计绿化措施内容，要因地制宜选择林草灌搭配的绿化措施。

植物措施应按设计列出品种、规格、数量。 

8、补充方案介入前项目水土流失评价。 

9、复核土方平衡（场平阶段），结合场地原始标高，在相应章节明确

项目是否产生边坡，如有完善边坡的防治措施；完善表土的堆存情况及相

应措施。 

10.加强文本校核。 

 

 

 

专家组组长：  

                           2024 年 3 月 26 日 




